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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避免无性系之间自交和近交繁殖，使种子园内无性系尽可能保持花期一致性，促进亲本有效授粉，提高种

子产量和质量，以内蒙古红花尔基樟子松（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ｖａ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Ｌｉｔｖ．）国家良种基地中的樟子松为无性系

材料，随机选取 １３株无性系樟子松，采用 ＳＳＲ（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ｅｐｅａｔｓ）分子标记法，利用 ＧｅｎｅＭａｒｋｅｒＶ２２软件得

到樟子松亲本间的遗传距离，设定花期和花粉传播范围作为实验数据，进行种子园无性系设计。提出双种群改进

型自 适 应 步 长 的 果 蝇 优 化 算 法 （Ｔｗ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ｅｐｌｅｎｇｔｈ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ＩＡＳＦＯＡ），并与改进果蝇优化算法（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ＦＯＡ）、粒子群算法（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进行对比实验，从适应度、收敛性和 １～３ｍ授粉范围内花期相

邻或相同的无性系数量 ３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在遗传距离、花期和花粉量已知的条件下，在种群规模为 ２０～６０的

范围内分别执行 ２００次迭代实验，对适应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方差比

ＩＦＯＡ、ＰＳＯ、ＧＡ算法都小；当种群规模为 ２０时，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相同或相邻花期的无性系数量之和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２５和 ２０４，大于其他 ３种算法，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可以得到较优适应度为 １３３０１６，与种群规模为 ５０时的最小值

１３２７３３相差 ０２８３；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可以获得较优的适应度，并使无性系之间尽量保持花期一致。以遗传距离、花

期和花粉量作为种子园设计的约束条件，更贴近生产环境，为无性系种子园优化设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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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０　引言

无性系种子园是以优良无性系个体为材料、用

无性繁殖的方式建立的种子园。无性系种子园中的

亲本来源清楚，有利于保持树源的优良品质，便于集

约经营管理，但容易产生自交现象。因此，需要通过

对种子园的无性系进行合理配置，以避免自交和近

交现象。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我国试建了第 １批初级无性
系种子园。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和 ８０年代初，造林工
作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很多初代林木树种的改良

工作已经完成，正进入高世代改良阶段。在种子园

设计方面，国内学者多采用传统的无性系配置方法

进行配置设计，如贾乃光
［１］
、程祥等

［２］
选用顺序错

位排列设计法，梁一池
［３］
利用随机完全区组设计方

法，许鲁平
［４］
采用约束变换区组设计，申文辉等

［５］

使用约束的随机完全区组设计，郑仁华等
［６］
、谢汝

根
［７］
、苏顺德等

［８］
均采用完全随机排列法进行种子

园设计。现实中的种子园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交配

系统，在进行设计工作时，以上学者没有考虑亲本的

亲缘关系，仅有袁虎威等
［９］
从分子水平上获取优良

单株之间的亲缘关系，并采用不平衡、不完全固定区

组方法将实验分析得到的亲缘关系结果应用于第 ２
代种子园的无性系配置设计；王晴等

［１０］
引用无性系

亲本间的遗传距离，设计了一种改进型自适应并行

遗传算法，实现了田间设计。ＬＳＴＩＢｏＵＲＥＫ等［１１］
在

２０１０年提出了最小化近交（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ＭＩ）设计方案，在实验中设计了 ５种不同场景实验，
考虑了更复杂的亲缘结构（如无亲缘、半同胞和亲

子关系等）。ＬＳＴＩＢｏＵＲＥＫ等［１２］
在 ２０１５年进一步提

出将扩展全局（遗传禁忌）算法（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ａｂ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ＧＡ）用于解决经营林业
的现实问题，其在 ＭＩ的基础上添加了半同胞约束
条件。ＣＨＡＬＯＵＰＫＯＶ?等［１３］

将提出的最优近邻算

法（Ｏｐｔｉｍｕｍ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ＮＡ）应用于平
衡和非平衡无性系规模的实验中。近几年来，在种

子园设计方面的研究更侧重于无性系的亲缘关系，

而其他的影响因素（如花期和花粉量等）考虑较少，

仅王强金
［１４］
提及的光泽华桥国有林场配置方案中

考虑 了 物 候 期，但 物 候 期 的 划 分 不 够 明 确。

ＬＳＴＩＢｏＵＲＥＫ等［１２］
在 ２０１５年提出，可以使用假设情

景的方式引入开花同步、育种值、花粉产量等因素，

但并没有提供相关实验。

种子园中无性系的花期和花粉量会影响种子园

子代际的遗传结构。其中，开花同步数据会影响无

性系之间的杂交繁殖，如果无性系之间花期不遇，可

能导致大多数无性系之间的授粉期和散粉期错开，

从而严重影响种子的产量和品种
［１５］
。花粉量只有

达到有效值才能授粉成功，当花粉量传播不足时，会

导致授粉失败，出种率降低，败育率升高
［１６］
。可见，

花期和花粉量是设计各世代种子园内无性系配置的

关键因素，只有种子园内的花期基本一致或者相邻

无性系花期一致，并且花粉量足够，才能授粉成功，

进行正常繁殖。目前，尚未见同时引入花期和花粉

量作为种子园设计约束条件的相关报道。

齐建东等
［１７］
通过无性系之间的遗传距离作为

亲缘关系的衡量标准，利用改进型果蝇算法实现了

无性系种子园的遗传设计，本文在此基础上，加入花

期和花粉量作为新的约束条件，并设计双种群改进

型自适应步长的果蝇优化算法 （Ｔｗ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ｅｐｌｅｎｇｔｈ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ＩＡＳＦＯＡ）对无性系进行配置设计。

１　种子园设计问题

１１　问题描述
依据 Ｔ株亲本之间的遗传距离、花期和花粉传

播量，合理选择亲本及其分株进行无性系遗传设计，

在栽种过程中重点考虑近邻位置的近交繁殖现象、

同一无性系不同分株的自交情况，以及花粉有效传

播范围内的无性系花期同步性和花粉接收量。无性

系之间的遗传距离越大，亲缘关系越远，更有利于杂

交繁殖，配置时应该选择遗传距离较大的无性系作

为近邻；此外，在配置过程中，需要优先考虑花期问

题，只有当无性系的花期同步时，散粉和授粉才有意

２４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义，应该将同一花期的无性系栽种距离尽量缩

小
［１５］
；其次考虑花粉量，根据经验易知花粉量传播

与树的高度相关，花粉传播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少，

当花粉量低于有效花粉传播量时，则无法成功授粉，因

此，在有效传播距离内尽量接受更多的花粉量
［１８］
。

无性系的具体花期时间与花粉量，会受当年的

气候影响（如风、温度和湿度等），也会受当地的地

形和花粉自身特征等影响
［１９］
，本文研究工作暂不考

虑气候、地形和不同花粉自身特性等因素。

假设种子园是一个规模为 Ｍ行 ×Ｎ列的规则
的种子园，所有的树高均为 ｈ，行间距为 ｓ，花粉是在
静风条件下进行传播，在有效范围的边缘处只能接

受到 １０％ 的花粉量 （即有效花粉量不能低于
１０％），花粉量在静风条件下呈线性递减。种子园
栽种示意图如图１所示，每一个方格代表一个可以
栽种的位置，如１－１表示第１行第１列的位置。

图 １　种子园栽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１２　目标函数

本文设计目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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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Ｑ [ (＝ ２ Ｒ
ｓ ) ]－１ ＋１

２

＋３

Ｐｉｑ＝－
０９Ｐｑ
Ｒ
ｄｉｑ＋Ｐｑ

Ｒ＝ｎｈ
式中　ｄｍｉｎ———所有植株的近邻距离和同一无性系

所有分株距离之和与所有植株有效

花粉量倒数和相加的最小值

Ｇｉｊ———第 ｉ株无性系和第 ｊ株无性系之间的
遗传距离，且第 ｉ株无性系和第 ｊ株无
性系为正对近邻

Ｇｉｋ———第 ｉ株无性系和第 ｋ株无性系之间的
遗传距离，且第 ｉ株无性系和第 ｋ株
无性系为斜角近邻

ｄｉｔ———第 ｉ株无性系和第 ｔ株无性系之间的
物理距离，第 ｉ株无性系和第 ｔ株无性
系为同一无性系亲本的分株

Ｐｉｑ———第 ｉ株无性系与第 ｑ株无性系之间传
播的花粉量

ｑ———以第 ｉ株树为中心半径为 Ｒ范围内的
所有无性系的数量

ｗ１、ｗ２———限制因子
Ｒ———花粉传播半径
Ｐｑ———第 ｑ株树向第 ｉ株树传播的花粉量
ｈ———树高　　ｓ———行距
ｎ———半径与树高的比值，本文设为３
Ｑ———花粉传播半径为 Ｒ的圆范围内的无性

系数量

ｕ———无性系数量
ｄｉｑ———第 ｉ株无性系与第 ｑ株无性系之间的

物理距离

同时考虑花期的影响，添加以下约束条件

Ｐｊ＝

Ｐｊ－ｓｅｌｆ （ｉ和 ｊ花期为同一天）

０５Ｐｊ－ｓｅｌｆ （ｉ和 ｊ花期为相邻日期）

０ （其他
{

）

（２）

式中　Ｐｊ———第 ｊ株树向第 ｉ株树传播的花粉量
Ｐｊ－ｓｅｌｆ———第 ｊ株树的花粉量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从内蒙古红花尔基樟子松国家良种基地１代种

子园、１５代种子园、２代种子园采集的当年生针叶
３～５针的樟子松无性系材料，由于单核苷酸多态性
（Ｓｉｎｇｌｅ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ＮＰ）分子标记技术
成本较高、分型技术不太成熟，因此本文通过简单、

成熟、成本低的 ＳＳＲ分子标记法提取樟子松基因组
ＤＮＡ，从１５对ＳＳＲ引物中选择多态性良好、稳定、清
晰的 １１对 ＳＳＲ引物作为实验引物，利用 Ｇｅｎｅ
ＭａｒｋｅｒＶ２２软件对条带信息进行比对后，基于等位
基因频率的 Ｎｅｉ１９８３距离计算得到樟子松无性系
材料中不同无性系之间的遗传距离

［１２］
，作为本文的

实验数据。

２２　研究方法

王晴等
［１０］
、ＬＳＴＩＢｏＵＲＥＫ等［１２］

均采用改进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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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算法对种子园内的无性系进行配置设计，齐建东

等
［１７］
利用改进型果蝇算法实现了种子园设计，结果

均表明改进智能优化算法优于传统设计方法。与较

成熟的智能算法（如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ＧＡ）、粒子群算法（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
等）相 比，果 蝇 优 化 算 法 （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Ａ）作为新型仿生智能算法，具有简单、
易于实现等优点，获得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

注和研究，在医学、生物、工程和科学等领域得到了

应用，并且相对于计算量较大的启发式智能优化算

法，如人工蜂群算法（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ｂｅｅｃｏｌｏｎ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ＢＣ）、ＧＡ算法的多种群策略，ＦＯＡ算法计算简单，
这使得 ＦＯＡ算法所消耗的资源更少。
２２１　标准果蝇算法

ＦＯＡ算法利用果蝇（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个
体嗅觉优势获取食物的味道，并将自身获取的味道

与其他果蝇个体共享；果蝇个体通过视觉比较得出

种群中获得最优食物味道的果蝇个体，然后向具有

最优食物味道的果蝇位置聚集，并按照该搜索方式

继续搜索食物，直到找到食物为止
［２０］
。ＦＯＡ算法具

有众多优点，但无法直接应用于离散问题，且算法稳

定性较差
［２１］
。针对种子园遗传设计问题，齐建东

等
［１７］
设计的 ＩＦＯＡ算法可用于解决离散问题，但稳定

性并没有得到提高。本文对 ＦＯＡ算法和 ＩＦＯＡ算法
的不足进行改进，设计了双种群改进型自适应步长果

蝇优化算法（Ｔｗ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ｅｐ
ｌｅｎｇｔｈ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ＩＡＳＦＯＡ）。
２２２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

在 ＩＦＯＡ算法［１７］
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以下改

进。

（１）自适应步长
ＦＯＡ算法的寻优过程中，步长是一个常量函

数，从而导致迭代前期收敛速度慢，迭代后期其寻优

精度低；ＩＦＯＡ算法步长变异因子的调节需要人为控
制；参考文献［２２－２４］，根据种子园特点，设计了一
个自适应逐步递减的步长函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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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其中 Ｌ０＝
ＸｏｒｃｈａｒｄＹｏｒｃｈａｒｄ

１０

式中　Ｌ———步长　　Ｌ０———初始步长
ｇ———当前迭代次序
ｍａｘｇｅｎ———最大迭代次数
Ｘｏｒｃｈａｒｄ———种子园 Ｘ轴方向可栽种位置数量
Ｙｏｒｃｈａｒｄ———种子园 Ｙ轴方向可栽种位置数量

（２）多种群策略
在 ＦＯＡ算法和 ＩＦＯＡ算法中均采用单种群寻

优，种 群 多 样 性 降 低，算 法 易 陷 入 局 部 最 优。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将整个种群划分为两个规模相同的
子种群，分别对两个子种群进行独立寻优操作，利用

种群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增加精英个体，保留最优

解和次优解，子种群的其他果蝇分别以最优解和次

优解为标准值，形成两个新的子种群，按照该方法迭

代寻优，直到满足最大迭代次数，合并两个子种群，

输出最优解以及最优解位置上的其他信息。

（３）寻优过程
为了在保留算法较优的收敛速度的同时，加强

算法的随机效果，提高果蝇个体跳出局部最优点的

能力，在每次觅食时同时采用最优和随机两种觅食

行为。增添一个觅食概率，通过多次实验将其设置

为０８，使得果蝇个体在每次觅食（即寻优）时按照
一定的概率采用最优觅食或随机觅食。即在每次觅

食过程中随机生成一个随机概率，当随机概率小于

觅食概率时，寻找果蝇个体的最差浓度基因位，进行最

优觅食；当随机概率大于觅食概率时，采用随机机制。

２２３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流程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流程如下：
（１）轮盘赌法初始化种群。设置实验相关参

数：种子园规模 Ｍ行 ×Ｎ列、种群规模 ｓｉｚｅｐｏｐ、最大
迭代次数 ｍａｘｇｅｎ、觅食概率 Ｐ。

（２）确定初始浓度和位置。初始化时保留最优
解和次优解果蝇的浓度和位置，记为全局最优解和

次优解个体浓度和位置。

（３）将种群划分成２个相同规模的子种群。
（４）动态调整步长，分别对 ２个子种群进行独

立寻优操作。每次觅食开始前，先随机生成概率

Ｐｉ，然后判断 Ｐｉ和 Ｐ的大小，当 Ｐｉ＜Ｐ时，采用种子
园中浓度最差的基因位为觅食方向，当 Ｐｉ≥Ｐ时，子
种群进行随机觅食。

（５）对比 ２个子种群的解，保存所有解中的最
优解和次优解个体以及他们对应的位置。

（６）对当前迭代中的最优解、次优解、全局最优
解、全局次优解进行比较，判断是否需要更新全局最

优解和次优解个体浓度以及他们对应的位置。

（７）进入迭代寻优，如果迭代次数 ｇ小于最大
迭代次数，则循环执行步骤（３）～（６）；否则合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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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种群输出最优种子园方案、该方案的最佳浓度

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的基本流程图见图２。

图 ２　双种群改进型自适应步长的果蝇优化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ｗ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ｔｅｐｌｅｎｇｔｈ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设置
种子园规模设定为 ９行 ×９列；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

最大迭代次数为１０００，行间距为 １ｍ×１ｍ，树高为
１ｍ（本文实验数据，可以自定义）；将花期设定在
５月１５—２０日，不同单株之间的相互接受花粉量的
范围为５０～５００单位量之间，在此范围内，随机生成
每株亲本的花期和花粉量；花粉最大的传播半径为

３倍树高（即３ｍ），在此基础上与 ＩＦＯＡ、ＧＡ、ＰＳＯ算
法进行对比，其中 ＩＦＯＡ算法的参数设置：迭代前期
变异因子为 ０４，迭代后期变异因子为 ００２；ＧＡ算
法的参数设置：交配概率为 ０８，变异概率为 ０２；
ＰＳＯ算法的参数设置：学习因子为２，速度初始化为１。
３２　结果分析
３２１　不同种群规模下的适应度对比

对 ＴＩＡＳＦＯＡ、ＩＦＯＡ、ＰＳＯ、ＧＡ算法在种群 ２０～
６０范围内以式（１）为目标函数计算近似最优适应度
ｄｍｉｎ，并分别执行２００次循环后对平均值、最大值、最
小值和方差进行比较分析。

观察表 １，在不同种群规模下，ＰＳＯ、ＧＡ算法的
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方差均大于 ＴＩＡＳＦＯＡ、
ＩＦＯＡ算法的对应值，且 ＰＳＯ、ＧＡ算法的最小值始终
大于 ＴＩＡＳＦＯＡ的最大值，说明 ＰＳＯ、ＧＡ算法表现较
差；随着种群规模的增加，ＩＦＯＡ算法的最大值减小，
在种群规模为 ５０的情况下 ＩＦＯＡ算法取得最小值
１３７０９７，大于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的最小值 １３２７３３，说
明 ＩＦＯＡ算法陷入了局部最优；在不同种群规模下，
ＩＦＯＡ算法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方差均大于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说明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优于 ＩＦＯＡ算
法。在种群规模为 ６０的情况下，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取
得了方差最小值 １２８８，小于其他算法。在种群规
模为 ５０的情况下，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 取得 最小值
１３２７３３。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从适应度和稳定性方面均
优于其他３种算法。随着种群规模的增大，各算法
的方差会有所减小，但时间代价更大，ＴＩＡＳＦＯＡ算
法可以在种群规模２０下得到较优值，时间消耗少。

表 １　４种算法在不同种群规模下的适应度对比
Ｔａｂ．１　Ｆｉｔｎ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ｓ

算法 统计值
种群规模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平均值 １３６８７９１３６８２１１３６７１１１３６５８０１３６５２２

ＴＩＡＳＦＯＡ
最大值 １４０１２８１３９６８７１３９９１６１３９９５７１４００４１
最小值 １３３０１６１３３２１３１３３５９７１３２７３３１３２９７８
方差 １３０４ １４６０ １７２３ １５６２ １２８８
平均值 １４１６２８１４３６６５１４１２９９１４１５９１１４１４５９

ＩＦＯＡ
最大值 １７１９６４１６２４４７１５８３５０１５５８４６１５５２７５
最小值 １３７７１４１３７７１９１３７５６２１３７０９７１３７１９４
方差 ８４４０ ３８４０７ ５４０１ ７６７ ５２５４
平均值 ２００８４０１９７２１０１９５３０７１９５０５３１９３１３４

ＰＳＯ
最大值 ２２２９５３２２２４７１２１６７４１２１０３３６２１３３８５
最小值 １７５６８７１６８５６５１６８６６５１６９６９６１６９８６７
方差 ９２４９３ ８２２２９ ８７２５８ ５９０８２ ６７４６４
平均值 １９１８５１１７７７２２１７２９４３１７０７１０１７０８７６

ＧＡ
最大值 ２７３３９１２２３２８５２３５９８６２２５２９８２１７９８７
最小值 １６０５６８１５６９７５１５６９５４１５５２０８１５４９７４
方差 ５５０７６７２２３８９１１９４０５０１５４８４３１４０８６７

３２２　算法收敛比较
为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较优的适应度，本文从

种群规模为 ２０的 ２００次实验中随机选用 ６次结果
进行收敛速度和效果对比（图３）。从图 ３中可以看
到，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的收敛效果均优于其他算法。
ＩＦＯＡ算法在迭代２５０次左右适应度达到最小值，而
ＴＩＳＦＯＡ算法在迭代 ７００次左右达到最小值，说明
ＩＦＯＡ算法收敛速度最快，但最优适应度仍大于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说明 ＩＦＯＡ算法陷入局部最优，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可以跳出局部最优，得到更优解。
３２３　不同种群规模下的花期对比

表２给出了在种群规模 ２０～６０下，ＴＩＡＳＦＯ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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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算法收敛情况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表 ２　不同种群规模下 ４种算法分别执行 ２００次的无性系数量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２００ｔｉｍｅｓｏｆｃｌｏｎ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ｓ

半径／

ｍ
算法 花期

种群规模２０ 种群规模３０ 种群规模４０ 种群规模５０ 种群规模６０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ＴＩＡＳＦＯＡ
相同 ６３ ３２ ４７ ６１ ３０ ４７ ６７ ３４ ４７ ６３ ３７ ４７ ６４ ３６ ４８

相邻 １０１ ４８ ７４ １０７ ５８ ７４ ９３ ４５ ７４ １０４ ４９ ７３ １０５ ５２ ７４

ＩＦＯＡ
相同 ５９ ２７ ４４ ６１ ２６ ４５ ６３ ２５ ４４ ６４ ２３ ４４ ６０ ２１ ４４

１
相邻 ９９ ４６ ７０ １００ ４３ ７１ ８９ ４７ ７１ ９４ ４９ ７１ ９２ ３９ ７１

ＰＳＯ
相同 ４３ １９ ３４ ５２ ２１ ３４ ５１ １８ ３３ ５４ １９ ３４ ５４ ２１ ３３

相邻 ８７ ３１ ５６ ８７ ３５ ５７ ８２ ３５ ５９ ８２ ２５ ５７ ８８ ３０ ５８

ＧＡ
相同 ５９ ２３ ３５ ５０ ２１ ３５ ４６ ２４ ３５ ４８ ２４ ３５ ４８ ２０ ３５

相邻 ８７ ４０ ６１ ８５ ３９ ６１ ８４ ３４ ６１ ７８ ４０ ６１ ８１ ３１ ６３

ＴＩＡＳＦＯＡ
相同 ８８ ４２ ６４ ９５ ３９ ６３ ８８ ４１ ６４ ８９ ４３ ６４ ８７ ４２ ６４

相邻 １４２ ６１ １０４ １４７ ７１ １０５ １５９ ７１ １０４ １５３ ７２ １０５ １３７ ６６ １０６

ＩＦＯＡ
相同 ８４ ３７ ６１ ７９ ４２ ６１ ８５ ４１ ６２ ８１ ４１ ６０ ８５ ３８ ６１

２
相邻 １４５ ６３ １０１ １３０ ７５ １０１ １３５ ７３ １００ １２８ ６６ １０１ １２６ ５７ １０１

ＰＳＯ
相同 ８０ ３５ ５３ ８０ ３０ ５３ ８０ ３０ ５２ ７７ ３５ ５３ ７８ ３２ ５３

相邻 １３５ ４８ ９０ １２５ ４８ ９０ １２０ ５１ ９１ １２４ ４９ ９０ １３２ ４１ ９１

ＧＡ
相同 ７４ ２９ ５２ ７３ ３３ ５３ ７８ ３６ ５３ ７２ ３６ ５３ ８０ ３７ ５２

相邻 １２３ ５９ ９１ １２４ ５６ ９１ １１８ ６０ ９１ １１６ ６１ ９２ １２５ ５７ ９３

ＴＩＡＳＦＯＡ
相同 ２７ ５ １４ ２８ ５ １５ ２６ ５ １４ ２５ ６ １４ ２７ ５ １５

相邻 ４０ １４ ２６ ４２ １３ ２７ ４３ １４ ２６ ３７ １７ ２６ ３８ １６ ２６

ＩＦＯＡ
相同 ２４ ６ １２ ２３ ４ １３ ２１ ４ １２ ２４ ４ １３ ２２ ４ １３

３
相邻 ４１ １４ ２５ ３６ １５ ２５ ３９ １４ ２５ ３７ １３ ２５ ３６ １１ ２５

ＰＳＯ
相同 ２０ ４ １３ ２６ ４ １２ ２３ ４ １３ ２２ ４ １２ ２４ ４ １３

相邻 ３４ １１ ２２ ３５ １１ ２２ ３５ １０ ２２ ３２ １１ ２２ ３５ １２ ２２

ＧＡ
相同 ２２ ４ １２ ２４ ４ １３ ２２ ５ １３ ２３ ６ １３ ２２ ３ １２

相邻 ３５ １２ ２３ ３４ ９ ２２ ３３ １１ ２２ ３４ １１ ２２ ３６ １１ ２３

ＴＩＡＳＦＯＡ
相同 １７８ ７９ １２５ １８４ ７４ １２５ １８１ ８０ １２５ １７７ ８６ １２５ １７８ ８３ １２７

相邻 ２８３ １２３ ２０４ ２９６ １４２ ２０６ ２９５ １３０ ２０４ ２９４ １３８ ２０４ ２８０ １３４ ２０６

ＩＦＯＡ
相同 １６７ ７０ １１７ １６３ ７２ １１９ １６９ ７０ １１８ １６９ ６８ １１７ １６７ ６３ １１８

总计
相邻 ２８５ １２３ １９６ ２６６ １３３ １９７ ２６３ １３４ １９６ ２５９ １２８ １９７ ２５４ １０７ １９７

ＰＳＯ
相同 １４３ ５８ １００ １５８ ５５ ９９ １５４ ５２ ９８ １５３ ５８ ９９ １５６ ５７ ９９

相邻 ２５６ ９０ １６８ ２４７ ９４ １６９ ２３７ ９６ １７２ ２３８ ８５ １６９ ２５５ ８３ １７４

ＧＡ
相同 １５５ ５６ ９９ １４７ ５８ １０１ １４６ ６５ １０１ １４３ ６６ １０１ １５０ ６０ ９９

相邻 ２４５ １１１ １７５ ２４３ １０４ １７４ ２３５ １０５ １７４ ２２８ １１２ １７５ ２４２ ９９ １７９

６４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ＩＦＯＡ、ＰＳＯ、ＧＡ算法分别执行２００次，得出的无性系
种子园方案在距离中心位置的半径为１、２、３ｍ的传
播范围内，种子园花期相同或相邻无性系数量的平

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观察表２，在不同种群规模下距离中心位置半
径为１、２、３ｍ的传播范围内，种子园内花期相同或
相邻的无性系数量，ＰＳＯ算法和 ＧＡ算法始终劣于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和 ＩＦＯＡ算法；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计算出
来的无性系数量的平均值均优于 ＩＦＯＡ算法，ＩＦＯＡ
算法计算出来的无性系数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等于

或略 大 于 ＴＩＡＳＦＯＡ 算 法，例 如 表 ２总 计 中，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和 ＩＦＯＡ算法在种群规模为 ２０时，种
子园内花期相邻的情况下，无性系数量的最小值都

为１２３；在种群规模为 ４０时，种子园内花期相邻情
况下，无性系数量的最小值 ＩＦＯＡ算法结果为 １３４，
大于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的结果 １３０，这是受算法的随机

性影响产生的偶然值。整体来看，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在
花期相同或相邻时平均值和最大值都更优，可以更

好地使整个种子园维持较好的花期一致性。

４　结论

（１）目标函数不仅考虑了无性系间的遗传距
离，而且引入花期和花粉量作为约束条件，并考虑了

花粉量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减小的可能性，不局限于

实验变量，灵活性较好。

（２）设计的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扩大了搜索空间，引
入了多种群的信息交流机制，可以进一步跳出局部

最优，得到较优的适应度和较好的花期一致性。

（３）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现实种子园的树
高规定花粉传播距离、设置真实行间距等，并使用种

群规模为 ２０的 ＴＩＡＳＦＯＡ算法对无性系种子园进行
设计。

参 考 文 献

［１］　贾乃光．种子园无性系配置设计程序［Ｊ］．北京林学院学报，１９８５（３）：２４－２７．
ＪＩＡＮａｉｇｕａｎｇ．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ｃｌｏｎ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５（３）：２４－
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程祥，张梅，毛建丰，等．有限种群油松种子园的遗传多样性与交配系统［Ｊ］．北京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８（９）：８－１５．
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Ｍｅｉ，ＭＡＯ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３８（９）：８－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梁一池．种子园配置设计的计算机处理系统［Ｊ］．福建林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１５（２）：１５６－１５９．
ＬＩＡＮＧＹｉｃｈｉ．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１９９５，１５（２）：
１５６－１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许鲁平．杉木第一代生产性改良种子园高产配置设计及产量预测的研究［Ｊ］．林业勘察设计，２００２（１）：２６－３０．
［５］　申文辉，项东云，周国福．尾叶桉第二代种子园亲本选择与配置研究［Ｊ］．广西林业科学，２００６，３５（３）：１１３－１１６．
［６］　郑仁华，刘芳，欧阳磊，等．马尾松第二代无性系种子园营建技术试验研究［Ｊ］．福建林业科技，２００６，３３（４）：１－４．

ＺＨＥＮＧＲｅｎｈｕａ，ＬＩＵＦａｎｇ，ＯＵＹａｎｇｌｅ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ｌｏｎａｌｓｅｅｄ
ｏｒｃｈａｒｄｏｆＭａｓｓｏｎｐ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３（４）：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谢汝根．杉木第三代种子园营建技术初探［Ｊ］．林业科技开发，２０１０，２４（１）：１１６－１１８．
［８］　苏顺德，肖晖，林文龙，等．马尾松第 ２代种子园营建关键技术［Ｊ］．福建林业科技，２０１３，４０（４）：４５－５０．

ＳＵＳｈｕｎｄｅ，ＸＩＡＯＨｕｉ，ＬＩＮＷｅ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２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ｏｆ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０（４）：４５－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袁虎威，梁胜发，符学军，等．山西油松第二代种子园亲本选择与配置设计［Ｊ］．北京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８（３）：４７－５４．
ＹＵＡＮＨｕ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ａ，ＦＵＸｕｅｊｕｎ，ｅｔａｌ．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ｄ
ｏｒｃｈａｒ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ｉｎｅｉｎ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３８（３）：４７－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王晴，齐建东，崔晓晖，等．改进型遗传算法在种子园无性系配置设计中的应用［Ｊ］．林业科学，２０１８，５４（４）：３０－３７．
ＷＡＮＧＱｉｎｇ，ＱＩ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ＣＵＩＸｉ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ｃｌｏｎａｌ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ｅｅｄ
ｏｒｃｈａｒｄ［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ｉｌｖ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ｅ，２０１８，５４（４）：３０－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ＬＳＴＩＢｏＵＲＥＫＭ，ＥＬＫＡＳＳＡＢＹＹＡ．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ｄｅｓｉｇｎ［Ｊ］．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５６（６）：６０３－６０８．
［１２］　ＬＳＴＩＢｏＵＲＥＫＭ，ＳＴＥＪＳＫＡＬＪ，ＭＩＳＥＶＩＣＩＵＳＡ，ｅｔａ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ｄｅｓｉｇｎ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Ｊ］．Ｔｒｅ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Ｇｅｎｏｍｅｓ，２０１５，１１（１）：１２．
［１３］　ＣＨＡＬＯＵＰＫＯＶ?Ｋ，ＳＴＥＪＳＫＡＬＪ，ＥＬＫＡＳＳＡＢＹＹＡ，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ｕｍ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ｄｅｓｉｇｎ［Ｊ］．Ｔｒｅ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Ｇｅｎｏｍｅｓ，２０１６，１２（６）：１０５－１１２．
［１４］　王强金．杉木第三代无性系种子园营建技术与效果初报［Ｊ］．林业勘察设计，２０１０（２）：１３３－１３７．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ｊｉｎ．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ｌｏｎ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ｒ［Ｊ］．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０（２）：１３３－１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衣俊鹏，王丽娟．樟子松种子园花期观测［Ｊ］．林业科技通讯，１９８７（１１）：９－１１．
［１６］　赖焕林，王章荣．马尾松无性系种子园花期花量分析［Ｊ］．浙江林学院学报，１９９６，１３（４）：４０５－４１１．

７４２第 ３期　　　　　　　　　　　　　　齐建东 等：无性系种子园最小近交配置研究



ＬＡＩＨｕａｎｌｉｎ，Ｗ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ｈｅｎｏｔｏｇｙａｎｄｓｔｒｏｂｉｌｉ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ｌｏｎｅｓｆｒｏｍａｃｌｏｎａｌ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
ｏｆＭａｓｓｏｎｓｐ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９９６，１３（４）：４０５－４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齐建东，刘春霞，崔晓晖，等．基于改进型果蝇算法的无性系种子园设计［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８，４９（１１）：
１９５－２００．
ＱＩ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ＬＩＵＣｈｕｎｘｉａ，ＣＵＩＸｉ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８，４９（１１）：１９５－２０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
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８１１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０１８．１１．０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杨颖．北京城区树木花粉飘散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０７．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ｕｒｂａｎｔｒｅｅｓｓｐｏｌｌｅ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李希才，郭承文，王祥歧，等．樟子松种子园花粉的时空变化研究［Ｊ］．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５，２３（２）：１－６．
ＬＩＸｉｃａｉ，ＧＵＯ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ｏｌｌｅｎｉｎＰｉｎ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ｖａ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
ｓｅｅｄｏｒｃｈａｒ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５，２３（２）：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潘文超．应用果蝇优化算法优化广义回归神经网络进行企业经营绩效评估［Ｊ］．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２９（４）：１－５．
ＰＡＮＷｅｎｃｈａｏ．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ａｉｙ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９（４）：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吴小文，李擎．果蝇算法和 ５种群智能算法的寻优性能研究［Ｊ］．火力与指挥控制，２０１３，３８（４）：１７－２０．
ＷＵＸｉａｏｗｅｎ，ＬＩＱ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ｆｉｖ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Ｆｉ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ｍ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３，３８（４）：１７－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郭晓东，王丽芳，张学良．基于自适应步长的果蝇优化算法［Ｊ］．中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６）：５７０－５７５．
ＧＵＯ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ｌｉａｎｇ．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ｅｐｓｉｚ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ｏｒ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７（６）：５７０－５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朱富占，邹海，丁国绅．改进的变步长果蝇优化算法［Ｊ］．微电子学与计算机，２０１８，３５（６）：３６－４０．
ＺＨＵＦｕｚｈａｎ，ＺＯＵＨａｉ，ＤＩＮＧＧｕｏｓｈｅｎ．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ｓｔｅｐ［Ｊ］．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２０１８，３５（６）：３６－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宁剑平，王冰，李洪儒，等．递减步长果蝇优化算法及应用［Ｊ］．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２０１４，３１（４）：３６７－３７３．
ＮＩ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Ｂｉ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ｒｕ，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ｓｔｅｐｆｒｕｉｔｆ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３１（４）：３６７－３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４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２０年


